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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根据一个老北京人的口述，整理和编写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经过民国时期、日伪时期、内战时期的北京人。
一句话，就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北京人。

故事里有对北京人风俗和习惯的讲述，也许能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又是如何生活
的；了解到那时北京城的历史与文化。

故事里的老北京人，是指九十多年前的北京人。
那时北京人还分城里人和乡下人，城里人是生活在四九城内，也就是今天二环路内的人。
乡下人是指城墙外务农的劳动人。
而今天的北京由二环路扩充到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城市居民也不再局限于本市户口。

故事里的老北京人，不包括解放后进城的、1958年为新中国建设进城的、改革开放后走进北京的有知
识和技能的为北京做出贡献的新北京人，只因为他们没有老北京人在旧社会的那段经历。

故事描述了老北京人自清晚期、北洋军政府时期、民国时期、日伪时期及内战时期一段历史，是老北
京人生活最苦难的一段历史。
同时也正是这段历史更加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经济和科技的距离。

只有认识历史，才能认识现实。
中国在奋进，北京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是北京人就应该从纵向去看待北京、爱护北京，而不应该横向和国外的、你不真正了解的城市去比较
。
很多国家都有唐人街，是封闭华人的围城。
正确地看待和激发民族的奋发向上，而不是盲目崇洋媚外，才是中国人的骨气。

走在今天的北京大街上，你已很少见到几辈子生活在北京的“土著”人。
满大街是南腔北调的新北京人。
而每到春节期问，马路上空旷，公共汽车上空着座位，但你想吃个早点却难上加难。

我们不仅仅要让老北京人包容，也应该让新北京人包容和理解老北京人。
而让新北京人了解老北京人是个和谐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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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奶奶显了怀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爷爷又找来两个佣人，一个负责拾掇屋子、买菜做饭，一个照
看老二、老三和老四。
奶奶整天除了照管家里的事，还要挺着个大肚为大大爷操办娶亲的事。
家里显得温馨和谐许多。
大大妈的娘家是旗人，旗人讲究陪嫁家具，好日子的前两天嫁妆送到，爷爷和奶奶走进西屋。
西屋三间准备做大大爷的新房。
大大爷的新房里是一明两暗，正间一侧是灯笼枨的隔扇，一侧是灯笼枨的几腿罩。
正间摆放着女方送来的全套陪嫁的用品，堂屋里条案、八仙、官帽椅都是素活仿硬木色的。
条案上方的条山、帽镜、盆景一应俱全。
靠北的稍间，靠后墙是一排躺柜，墙上挂着梅、兰、竹、菊的四扇屏。
前檐炕上有炕柜。
奶奶和爷爷看后都觉出旗人办事的讲究，感到亲家还真费了些心思。
大大妈坐着八抬大轿进了老马家门，轿帘掀起两边有人搀扶着下了轿。
当新媳妇下轿直起身时，虽然还盖着盖头，那亭亭玉立的身姿已惊羡住来宾。
礼毕新人人了洞房，等大大爷掀起盖头时，暗中庆幸自己的命好。
那时都是包办婚姻，赶上什么是什么，看着不满意你也得认命。
大大爷满心欢喜地走出洞房，带着笑脸出来应酬贺喜的亲朋。
爷爷看到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早起，大大爷先让奶奶看过“喜单”。
说起“喜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懂。
“喜单”是证明新媳妇是好姑娘，是新媳妇进门的验身证明。
凭着“喜单”上的血迹，婆婆看后要打发儿子去给岳母磕头。
如果哪家的姑娘出嫁，第二天姑爷没带着重礼来给岳母磕头，或姑爷没被隆重送出家门，那可是大事
情，或是要把姑娘退回，或是亲家之间从此不再往来。
娘家人就给街坊四邻留下永远的话柄。
现在当婆婆，别说看，连问也不敢问。
大大妈来拜公婆时，奶奶专心地关注着新媳妇的一举一动，一看就知道事先受过训练。
新媳妇递上见面礼时，奶奶细看那双十指尖尖、玉葱般的一双巧手。
心里满意了。
如果以后来了客人，有沏茶倒水的事，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干过粗活的乡下丫头，那就太没面子了。
给奶奶的是块绣花手绢，看那针线活儿没得挑，真够细致的。
给爷爷的是个烟荷包，自然活儿也错不了。
第三天，大大妈下厨做了两个菜让公婆尝尝口味。
这也是老北京人的讲究。
菜一上桌就那色、香、味不用动筷心里就有了数儿。
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一关没费力就通过了。
奶奶是眼一份儿、手一份儿的人，有本事的人也是最会挑眼的人。
但这次奶奶真的满意了。
可好景不长，一家人没高兴几天就出事了。
那时节，兴一种偏大襟和双大襟“元宝领子”的衣服。
领子上面大下面小，围在脖子周围有一个扣子，上面托着脸颊。
领子像花盆托着脸庞，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人对瓜子脸的审美情趣，是最时髦的出门礼服。
当时还有一种礼服是“高领”，领部有三排扣。
两种衣服在家里干活自然就不太方便。
可大大妈自进门天天穿着出门的礼服，开始奶奶想，哪个女人不爱美，而且十个女人九个美在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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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为什么时兴“元宝领”和“高领子”呢，女人脖子直了自然挺胸、收腹，腰就直起来了，只要
脖子保持着挺直，弯腰、转身自然带着几分妩媚的美。
可几天过去奶奶还是说话了，“大姑娘，咱们可是过日子的人家，不能整天摆着不干点什么吧，你就
没有带家常穿的衣服？
”老马家的人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一习惯，出门穿的衣服进家门就脱了，换上家常穿的衣服。
一是为了干净，二是有里有外，出门要穿得正规点，回家可以随便点儿。
第二天早上，大大妈和大大爷来给奶奶请安，看见大大妈还穿着“元宝领子”的衣服，奶奶心里就有
些不痛快了，心想：“我的话就是耳旁风，虽然年龄相差的小点，辈分在那儿呢，也不能这么不给我
面子吧。
”于是说道：“你在家也许用不着你干活，可在这家你得学着干点什么。
”大大妈忙说：“我知道。
”“不是让你换衣服吗？
”“妈！
”看着媳妇欲言又止的样子，大大爷忙说：“她脖子上有冻伤留下的疤，她不愿露出来。
”“这有什么，好看又不能当饭吃，过来让我看看。
”奶奶一看心里就明白了，有冻耳朵的谁听说冻脖子的，但奶奶不露声色地说：“老大，去请张老大
夫给你媳妇看看，看有什么法儿给治治。
”老中医诊断的结果，不出奶奶所料，就是民间说的“鼠疮脖子”。
中医叫“瘰疬”，“鼠疮”在中医里算是疑难杂症之例。
用现在西医的说法叫“淋巴结核”。
淋巴结核可经血液传播，可直接蔓延到生殖器官。
其后果就是影响生育。
晚上奶奶把老大夫的话告诉给爷爷，爷爷听完惊呆在那里。
在当时不能生育可不是什么小事。
中国自古就有“七出”休妻的说法，“七出”是：一为“不顺父母”，二为“无子”，三为“淫”，
四为“妒”，五为“有恶疾”，六为“口多言”，七为“窃盗”。
“七出”内容源于汉代，记载于《大戴礼记》，但当时并不叫“七出”，“七出”一词是唐代以后才
正式出现。
直到清末1909年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中仍保留着相应于“七出”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延用至民国
初年。
直到1930年关于离婚的规定才明显脱离了“七出”的观念。
按此章法，大媳妇所犯的首先是第五条“有恶疾”，第二是“无子”，第三是婚前隐瞒实情，欺骗了
男家实属大不顺父母。
其实这几条对女方说真的有些冤枉，当时乡下人的医治条件，就算是财主家也多以抗病为主。
病死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死的人，大有人在。
“七出”中占了三项，这还了得？
看爷爷半天不说话，奶奶催道：“你倒是说话啊！
”“你让我说什么？
老大知道吗？
”“我没敢说，这不是先问问你吗？
”第二天爷爷紧锁着眉头对奶奶说：“你去把老大叫来。
”大大爷跑进屋问：“爸，什么事？
”“你媳妇的事。
”大大爷知道指的是什么，忙说：“冻疮早就好了。
”“傻小子，要真是冻疮就好了，你去找趟张大夫就说我说的，让他把事情和你说清楚，听明白了你
也甭着急，好好想想，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做事想明白了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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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大爷走后奶奶凑上来说：“你还让他想什么？
事不是明摆着。
”“哎！
”爷爷叹口气道：“明摆着什么，亲是我相的没错，那不是就看看人家的家当、礼教的事，这事不管
怎样说，不是还牵扯着你父亲吗？
不得先和老爷子打声招呼。
再说老大这几天的情景，你不是心里没数。
该怎么办让他想明白了再说。
这年头找个好女人也不容易啊！
”奶奶听出了弦外之音，本想敲打男人一下，没想到又是父亲，又是自己反挨了一闷棍。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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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京人的陈年往事》是一部北京人用自己的真实生活历程勾勒出来的一部老北京的平民史，
它没有恢宏的历史气势，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昔日北京人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从一个老百姓的口
述中描述出活灵活现的老北京及老北京的民众生活，对北京史研究，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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